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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 实习
生 陈柯邑）1 月 26 日，运城中华文
化促进会第一届第四次理事会召
开，认真总结 2023 年工作，安排部
署 2024 年工作，奋力谱写工作新局
面，为运城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支
撑。

2023 年，运城中华文化促进会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
绕“乡村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主题积极开展主题教育大
调研活动，赋能企业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撰写《关于推进“乡村手艺”发
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建议报告》《关
于传承弘扬“运城家文化”、提升运
城文化软实力的建议报告》《关于加
大力度开展民族交响乐<关公颂﹥
巡演的建议报告》3 个专题报告；开
展对外交流，讲好运城故事，赴福建

泉州参加中华文化促进会“乡村振
兴暨中华姓氏文化论坛”，借鉴学习
各地先进工作经验，推介宣传运城
文化；加强学术研究，发挥智库作
用，承担《传统文化怎么走出去》《如
何激发文旅活力》两个社科课题研
究任务，并内设《关公文化与现代文
明》《河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
的地位和作用》《三善文化的时代价
值》3 个课题，组织有关学者深入研
究挖掘；自 6 月起，每月邀请不同领
域的专家学者举办一期运城·文化
讲堂，打造弘扬河东文化的平台，为
广大市民提供文化大餐；建章立制，
加强自身建设，成立了 5 个企业文化
委员会；加强横向协作，与市妇联、
市外事办、市传统文化协会等单位
开展合作，形成宣传合力，取得了良
好效果。

2024 年，该促进会将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主
动担当作为；发挥文化智库作用，推
进文旅融合发展；继续开展运城·文
化讲堂活动，推出系列文化讲座，涵
养城市人文精神，让更多市民朋友享
受文化盛宴；编好《运城简史》，填补
运城空白；充分发挥各专委会的作
用，更好激发内在活力，为运城文化
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

市委宣传部一级调研员、运城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
长段利民表示，运城作为文化资源
大市，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发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需求上有着巨大优势。下一
步，他们将进一步深入挖掘运城丰
厚的文化资源，增加文化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全面梳理和阐发优秀传

统文化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助
力公共文化服务，为全市人民更加
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添砖加
瓦，为繁荣发展运城文化事业发挥
更大的作用。

此外，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河东
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主题篆刻印”捐赠
仪式，运城八旬老人李新院将自己篆
刻的 100 枚河东历史文化名人主题
印章，赠送给运城中华文化促进会，
促进会向老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向老
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和致
敬。自 2004 年开始研究篆刻以来，
李新院老人将河东文化与篆刻完美
相融，创作了多个反映运城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的系列作品。此次他将作
品捐赠给运城中华文化促进会，希望
为河东文化的传承发展贡献一份力
量。

□记者 王捷 实习生 陈柯邑 文图

“考古就是‘读地书’、在地下写
历史。让世界读懂运城，运城首先要
读懂自己。读懂自己，文物考古是一
条重要途径。”1 月 26 日下午，运城·
文化讲堂第八讲开讲，山西省考古研
究院二级研究馆员、吉林大学考古学
院外聘教授、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
学院教授田建文以“古今曲沃考”为
题，带领广大文化爱好者一起感受一
段恢宏又凝重的三晋风云。

此次活动由中共运城市委宣传
部指导，运城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

文化传承发展，同考古事业息息
相关。考古工作是展示和建构中华
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
作。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
学。多年来，田建文一直从事田野考
古与研究工作，参加编写大型考古报
告 4 部和 20 余篇中、小型考古报告，
撰写了140余篇黄河流域新石器及夏
商、晋文化、秦汉、宋金元等不同时期
的专业文章，先后荣获感动山西十大
人物、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
号，曾主持和参加夏县西阴村遗址、
绛县横水墓地考古工作，2018年至今
主持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的
考古工作。他和考古工作者们扎根
广阔的庄稼地，用手中的考古铲，仔
细“翻阅”着历史留下的点滴。随着
考古成果的问世，晋国故土上“曲沃
代翼”的历史和故事越发饱满了起
来，历经千年早已被毁的都城，在考
古工作的求真探索中，揭开了神秘的
面纱。这些考古发掘工作的建树，讲
述了隐没于黄土之下的祖先故事，为
晋文化研究留下了可靠的注释。

讲座中，田建文教授图文并茂、
引经据典地展示了考古发掘的众多
文物、遗址和研究成果，其讲述细致
入微、逻辑严谨。他介绍，历史上“古
曲沃”曾上演了旁支夺嫡、曲沃代翼、
除旧革新、兼并邻国、骊姬之乱等大

事件，为晋文公称霸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因此，上郭古城被确定为“古曲
沃”，是晋文化考古中的一件大事。
这项发现推动了对晋国中期考古文
化的深入研究，因为“古曲沃”与晋献
公所迁之“故绛”年代相近，填补了晋
国称霸阶段的空白，尤其是铸铜坊的
发现，在春秋早期冶金史上是一个不
小的发现。他还介绍，古曲沃曾是晋
国最大的都邑，因此它是寻找西周晋
国都邑的标杆。《左传·僖公三十二
年》记载，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后

“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
因此曲沃也是寻找晋文公墓的首选
之地，史书中记载此地是埋葬着晋国
卿大夫的“九原”，埋葬着士会、阳子、
舅犯等。他说：“这就是我们连续六
年在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开展考古工
作的主要原因，无论对晋国史还是晋
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都不言而喻。”

随后，田建文从四方面分析了古
今曲沃的区别与考证。

首先，他介绍了古曲沃的地位。
其见证了晋国从繁盛到覆灭，因此古
曲沃发掘的一系列文物是对晋国历
史的考证。

其次，他讲解了从古曲沃演变成

闻喜的沿革历史，讲述了“曲沃”演变
为“左邑”，以及其与“桐乡”的关系，
后又并入闻喜的过程。《闻喜县志》对
其地名演变也有着详细的记载，可见
地名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

再次，他叙述了绛、绛邑与今曲沃
的沿革。《山西通志》记载今曲沃是北
魏太和十一年新置，属正平郡；宋代

《太平寰宇记》记载隋开皇三年罢正平
郡改属绛州，后又移于绛邑故城。

最后，他通过明代之前的“曲沃”
到明、清的“曲沃”，阐述了今曲沃与
古曲沃的前世今生。

他说：“地名是当时人们认识身
外世界的坐标，历史长河中的地名也
许会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面前
变得束手无策，不过，我们幸好还有

‘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考古学这把
利器。”

通过当天的讲座，听众们受益匪
浅。一位听众表示，真切感受到河东
五千年悠久历史文明传承的丰厚内
涵和深刻意义，尤其是遍布河东大地
的考古遗迹。期待未来有更多人像
田建文教授一样，怀着深沉的历史责
任感，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快建
设文化强市贡献不竭力量。

运城·文化讲堂第八讲开讲

揭秘“古今曲沃考——古曲沃在闻喜之正本清源”

□薛丽娟

大年初一“烧旺火”是河东民
间的传统习俗，至今在乡村还是很
常见，只是很多城里人没见过，不
了解。

“旺火”烧的是柏树枝，“噼里
啪啦”响声大，而且柏树枝里面含
有油脂，一燃烧就冒起高高的火
焰，所以称为“旺火”。

在乡村，大年初一天不亮，便
能听得家家户户院中传来“噼里啪
啦”的声响，随后就是一串串鞭炮
声。

一般过年的习俗多跟年兽有
关，“烧旺火”亦然。年兽害怕红色
和火光，还有“噼噼啪啪”的声音，
所以民间有贴春联和放炮的习
俗。其实，“烧旺火”的寓意就是驱
赶年兽，祈愿新的一年平安喜乐。

因为老家是万荣农村，小时候
一入腊月，爷爷便背着镰刀，到沟
边开始割柏树枝，一捆捆背回家。
除了自家用，还会送给各家亲戚。
大年初一祭拜完先祖后，爷爷便燃
起被垒成塔状的柏树枝，让一家人
围着火堆正转三圈，再倒转三圈。
这“旺火”是必须烤的，寓意“平平
安安，红红火火”，财运旺、事业旺、
学业旺、事事旺。柏树枝燃烧时，
除了刚开始有烟气，之后就是高高
的火焰，小孩子很热衷围着转圈烤
火，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感觉暖烘
烘的，一大早的寒气便被驱散了。

爷爷说，旺火也叫“烧牛犊
火”。记忆中，家里老牛生产时，小
牛快出来的时候，害怕小牛冷，也
会燃烧柏树枝，牛圈里被烘得暖暖
的。这一习俗也是传了千百年，因
农耕时代为提高主要生产力牛的
存活率，古人很聪明地利用火堆提
高温度。

“烧旺火”，火如飞龙，这一春
节习俗更多的则是寄托了人们的
美好心愿，年年兴旺、事事如意。

大年初一“烧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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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河东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讲座现场


